
红碱淖自然保护区内的世界濒危物种、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遗鸥。 （资料照片）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厚植人才优势，看“流量”还要看“峰值”
汪 怿

功以才成， 业由才广。
上海面向未来的发展， 第一资源是

人才、 核心因素是人才、 战略优势在人

才。 拥有什么样的人才， 吸引集聚什么

样的人才， 意味着上海在国际竞争合作

中能走多远。

“人才流量 ”彰显上海竞
争优势

在人们的印象中， 上海一直是自带

“人才流量 ” 的 城 市———守 得 梧 桐 树 ，
引得凤凰来。 近年来， 凭借独特的区位

优势、 市场优势、 国际化优势， 上海吸

引越来越多的人才选择在沪创新创业发

展。 截至 2016 年底， 上海拥有中国科

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70 人； 中央千

人 计 划 人 才 896 人 ， 其 中 顶 尖 千 人 3
人、 外国专家千人计划人才 24 人； 国

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近 10000 人。 《中
国国 际 区 域 人 才 竞 争 力 报 告 （2017）》
蓝皮书显示， 在中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中 ， 上海是国际人才 竞 争 力

最高的区域。 特别是 ， 伴随 “科创 22
条” “人才 20 条” “人才 30 条” 效应

显现， 越来越多诺贝尔奖得主把工作室

设在上海， 越来越多的 “高鼻子、 蓝眼

睛” 的海外研究人才与中国同事在同一

个 实 验 室 一 道 攻 关 ， 越 来 越 多 在 沪

（华） 与企业合同期满的外国人选择在

上海开启新的事业 ， 越来越多 “国 际

创客 ” 受到中国及上海发展影 响 直 接

手 提 拉 杆 箱 、 背 着 背 包 在 众 创 空 间 、
国际孵化器、 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创业，
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把上海作为人才、
智力的重要来源地 ， 通过发挥 临 沪 优

势、 加大对接上海力度， 把上海以及经

过上海的人才、 智力、 项目、 团队源源

不断地引入当地。

厚植优势需补好“短板”弱项

尽管人才优势已经成为上海的重要

竞争优势， 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上海在人才发展方面也面临严峻挑战。
比如， 缺乏科技创新领域大师级人物，

缺少旗舰型、 引擎型企业和类似比尔·
盖茨、 扎克伯格、 马云、 马化腾、 柳传

志、 任正非等明星企业家。 比如， 缺少

具有高潜力、 能够把创业团队变为 “独
角 兽 ” 企 业 的 青 年 人 才 。 《福 布 斯 》
（Forbes） 的 “30 位 30 岁 以 下 俊 杰 榜

单” 鲜见来自上海的青年人才， 该榜单

人选中被认为可能会出现下一个或多个

未来的马克·扎克伯格。 比如， 上海的

“职员文化、 白领情结” 较为浓厚， 科技

人才冒险精神不足， 创新团队 “大兵团”
协同创新力度不够， 创新创业文化仍需进

一步倡导强化。
厚植人才优势， 上海还需要针对 “短

板” 弱项、 多方面发力。
———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 确立和坚

持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 充分发挥人才在

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中基础性、战略性、决
定性的核心支撑作用，不拘一格降人才；

———把握全球创新、 全球人才流动的

态势， 重点聚焦对创新创业具有决定意义

的顶尖人才、 专业人才、 青年人才， 充分

发挥企业家精神、 专业精神、 工匠精神，
突出人才整体竞争力 、 “高大洋 ” 人才

（高层次、 大中型、 外资企业人才） 影响

力、 “小青新” 人才 （中小企业、 青年人

才、 新兴业态人才） 发展潜力；
———加大全球布局和联系程度， 建立

与硅谷、伦敦、波士顿等世界级创新城市和

区域的交流与合作平台， 建立海外研发

中心、实验室、国际孵化器，开展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产业化应用研究、创新创业

孵化，吸引和集聚更多海外优秀人才；
———建设一流载体平台， 既要加快

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重大项目

攻关项目落地， 以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吸

引集聚全球一流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又要加快世界一流大学 、 学科 建 设 进

程， 共同引育高端人才， 促进人才链、
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重视人才，关键是用好人才

才以用而日生， 思以引而不竭。 重

视人才， 关键是用好人才。 要 “尽最大

力气”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向用人主体

“放权”， 为人才 “松绑”； 树立强烈的

人才意识， 着眼于人才在科研、 创业、
住房、 教育、 医疗等方面的获得感、 满

意度， 做好服务工作， 真诚关心人才、
爱护人才、 成就人才； 培育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社会风尚。

知 识 就 是 力 量 ， 人 才 就 是 未 来 。
“2035 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

市 ”， 必须紧紧围绕和服务国家战略 ，
在伟大实践中发现人才、 培育人才、 凝

聚人才。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

共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人力资源研究中
心副主任）

历经劫难 唱响重生战歌
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重组后首次来华

作为俄罗斯的 “国宝级艺术团”，
有着 90 年历史的亚历山大红旗歌舞

团曾激励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 同时

成为无数中国人心中的经典。历经空难

重组之后的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近日

以全团编制阵容重登中国舞台， 在国

家大剧院为观众奉上了一场震撼心灵

的“铁血再燃”音乐会，并在三天中连演

了五场，以此拉开红旗歌舞团 2018 年

巡演序幕，唱响重生战歌。
从 1952 年首次访华算起，亚历山

大红旗歌舞团此次已是第 10 次来华，
也是 2016 年空难后的首次来华。这支

历经了战火与劫难的团队一路走来虽

艰辛无比， 却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和坚强的精神。

“新生力量”重振风采

在首演中，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

的合唱团之一” 的亚历山大红旗歌舞

团男声合唱团率先登台亮相， 在乐队

的伴奏下，带来了《不朽的传奇》《神圣

的战争》 两首气势恢宏的军旅歌曲。
《不朽的传奇》作为苏联军歌被广为传

唱， 红旗歌舞团以这首歌曲作为开场

曲目， 更是印证了他们虽历经重重考

验却依旧屹立不倒的顽强精神。
俄罗斯国家民族功勋演员、 著名

男高音歌唱家瓦季姆·阿纳涅夫则带来

了《在阳光照耀的草地上》《货郎》以及

素有 “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艺术名片”
之称的《卡琳卡》，其充沛的感情、高超

的演唱水准赢得了热烈掌声。 而全体

演员合唱的 《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

晚上 》，更是令观众无比动容，优美的

旋律唤起了人们内心最珍贵的记忆。
此外，红旗歌舞团的 23 名舞蹈团

成员在首演当晚也带来了极具民族风

情的舞蹈展示。 一支支耀眼夺目的欢

快舞蹈以及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构

成了俄罗斯特色浓郁的精彩演绎。 据

悉，这 23 名舞蹈团成员均是红旗歌舞

团在重组之后吸纳的“新生力量”。
演出前的发布会上， 红旗歌舞团

重组后被新任命为团长兼艺术总监的

肯纳基·萨切纽克上校说：“2018 年红

旗歌舞团将迎来 90 岁生日，我们非常

荣幸把我们 90 岁的第一场演出献给

国家大剧院，献给中国观众。红旗歌舞

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五场， 对我们来说

演出分量很重，2018 年是我们的新起

点，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

艰难重组，延续传统

2016 年 12 月 25 日的那场空难，
让红旗歌舞团痛失 64 位精英成员。但

空难并没有击垮红旗歌舞团， 在巨大

的悲痛之下，只用了不到 4 个月时间，
歌舞团就完成了重组并开始演出。

谈起空艰辛的重组历程， 副团长

米哈伊勒·马卢舍夫斯基说：“2017 年

1 月和 2 月对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来

说，是最为困难的时期，因为 2017 年

4 月份我们在莫斯科就有重组后的首

场演出，之后也要在东欧进行巡演，因
此无论是准备工作还是彩排对我们来

说都异常艰难。 ”
重组后， 红旗歌舞团巡演之旅经

过了捷克、斯洛伐克、阿曼、以色列、斯
洛文尼亚等国家， 所到国家几乎每一

次开票都会立即售罄。 谈及红旗歌舞

团的精神，瓦季姆·阿纳涅夫说：“亚历

山大红旗歌舞 团 是 一 支 军 队 艺 术 团

体，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传承’的传

统———用艺术为祖国服务。 ”
“为了这次演出，国家大剧院已经

期待了一年之久。 ” 国家大剧院副院

长朱敬说， 红旗歌舞团原本会在去年

2 月亮相国家大剧院， 在得知空难消

息后，国家大剧院第一时间发出慰问。
“而这支坚强的团队以钢铁般的意志

在 2017 年4 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

告知我们将再续前约， 继而与我们确

定了今天相聚的这一美好时刻。 ”
67 岁的北京观众许立军是红旗

歌舞团的“铁粉”，2016 年底他本来早

早就预订了歌舞团在国家大剧院新春

演出的票， 没想到一等就是一年多：
“我们这代人对俄罗斯文化有着深厚

感情， 改革开放后红旗歌舞团来中国

的演出我几乎都看过。 空难给他们造

成的损失非常大， 但是这支团有很深

的积淀，有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传统，
看了这次演出，我认为他们的魂还在，
他们的根还在，他们的文化还在。 ”

（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专电）

陕西形成“地球之肾”保护体系
全省湿地资源总面积达460万亩

陕西大荔县 朝 邑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
一只只黑翅长脚鹬、 反嘴鹬、 黑骨顶

等鸟类在湖面上空盘旋。 10 年前这里

鸟类稀少， 目前则已发现鸟类 65 种。
大荔县湿地保护管理办任建合主任告

诉记者， 火烈鸟是世界濒危物种， 去

年 4 月一只火烈鸟出现在朝邑湿地公

园， 实属罕见。 朝邑湿地目前有 3000
多亩水面， 最多时达五六千亩， 常年

在这里栖息的鸟类已有 1 万多只， 冬

季能有 3 万到 5 万只。
目前， 陕西省已设立国家湿地公

园 （试 点 ） 38 个 ， 公 园 面 积 78.2 万

亩 ， 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 “十二 五 ”
以来， 陕西省通过实施一系列工程项

目 ， 全 省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总 面 积 达 到

4.14 万公顷， 建成各级湿地自然保护

区 12 个 ， 保 护 区 总 面 积 22.57 万 公

顷， 形成了以国家湿地公园和湿地保

护区为主体的湿地保护体系， 全省湿

地资源总面积达 460 万亩， “地球之

肾” 功能价值日益显现。
来自陕西省林业厅的数据表明，陕

西省目前受保护湿地面积 110 万亩，通
过全国首家实施《湿地保护恢复三年行

动方案 （2013—2015）》，完成保护恢复

面积 246.1 万亩 ， 其中关中地区完成

123.6 万亩，年清除大气颗粒物 24.8 万

吨。陕西省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治污减

霾功能评估报告显示，全省森林与湿地

生态系统，年滞纳空气颗粒物 13785.13
万吨， 堆积起来相当于 869 公里的长

城 ， 年固碳量 1338.49 万吨 ， 释氧量

2927.14 万吨， 为净化区域大气环境作

出了贡献，受到国家林业局的肯定。

陕西湿地保护与恢复工
作成效卓著

湿地被称为 “地 球 之 肾 ”， 与 森

林 、 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 统 ，
在自然生态系统自我恢复、 治污减霾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陕西地处内陆

腹地， 整体属干旱半干旱地区， 湿地

资源十分珍贵。 据调查， 陕西现有湿

地总面积为 30.74 万公顷 ， 湿地生物

多样性丰富， 特别是湿地鸟类种类多、
数量大、 保护等级高， 共有湿地鸟类

9 目 24 科 121 种。
近年来， 作为陕西自然环境 “清

肺、 强肾、 治癌” 治理的关键措施之

一， 陕西省在湿地保护与恢复方面做

出 了 卓 有 成 效 的 工 作 ， 截 至 2016 年

底 ， 陕 西 湿 地 保 护 与 恢 复 面 积 超 过

16.4 万公顷。 最近 5 年， 全省还完成

了秦岭北麓 200 个峪口湿地资源调查，
累计创建 38 处国家湿地公园， 保护恢

复湿地 257 万亩， 湿地保护整体成效

显著， 全省还将用 5 年时间建设和保

护森林、 湿地 3000 万亩。
目前， 全省林业系统共建设各类

自然保护区 52 个， 保护区总面积增至

110 万 公 顷 。 生 态 环 境 的 逐 渐 好 转 ，
也极大地改善了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
大熊猫、 朱鹮、 金丝猴等一些珍贵濒

危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
记者从陕西省林业厅获悉， 根据

《陕 西 省 湿 地 保 护 工 程 规 划 （2010—
2030 年 ）》， 陕 西 拟 在 原 有 湿 地 保 护

区、 湿地公园建设的基础上， 推荐升

级 8 个湿地保护区， 其中将 2 个升级

为国际重要湿地 ， 6 个升级为国家重

要湿地。 此外， 新建湿地保护区和湿

地公园 58 个 ， 其 中 新 建 湿 地 保 护 区

11 个、 湿地公园 47 个。

陕北高原成为 “东方宝
石”朱鹮的新家

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
陕西林业加大了对湿地的保护 力 度 ，
有效维护了全省的生物多样性， 特别

是为鸟儿们提供了一个迁徙驿站和快

乐天堂。

稀世珍宝朱鹮， 素有 “东方宝石”
之称， 属中国的特有种， 被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 （IUCN） 列入极濒危物种名

录 ， 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鸟类 之 一 。
陕西洋县是朱鹮的最后栖息地， 1981
年 5 月，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考察组在

洋县发现了两个朱鹮的巢， 共 2 对成

鸟、 3 只幼鸟 ， 这是当时世界上仅存

的朱鹮野生种群。
经过当地和陕西林业部门近 30 年

的研究保护， 通过就地保护、 野化放

飞等措施， 朱鹮种群繁衍壮大， 目前

全省朱鹮种群已发展到 2488 只， 分布

范围也从洋县扩大到了汉中 、 安 康 、
宝鸡和铜川等 4 市 13 县 （区）， 由发

现时的 5 平方公里扩大到 6000 多平方

公里。
随着湿地的增加， 陕西把朱鹮野

化放飞成功推进到秦岭以北区域甚至

陕北地区。 2013 年 7 月， 在地处秦岭

以北的铜川市耀州区柳林林场， 陕西

先后两批放飞 62 只 朱 鹮 。 此 后 ， 从

2014 年 野 外 繁 殖 两 只 开 始 ， 到 2017
年 5 月， 这里已实现野外繁殖铜川籍

朱鹮 46 只， 标志着朱鹮北迁关中平原

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获得成功。 洋县

朱鹮的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拯救濒危物

种的成功范例， 得到国际保护组织的

高度赞誉。

红碱淖———世界最大的
遗鸥繁殖与栖息地

陕西省最北 部 的 神 木 县 红 碱 淖 ，
为陕西最大的内陆湖、 中国最大的沙

漠淡水湖。 每年有 20 多种水禽在此繁

衍栖息， 特别是世界濒危物种、 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遗鸥 ， 数量最多时近 2
万只。 每年夏季， 大约占全球 90%以

上的遗鸥都会抵达红碱淖。
从 1996 年建立保护区以来， 野生

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每年夏季在

此繁殖的水鸟有遗鸥、 红嘴鸥、 须浮

鸥等， 夏秋季还有大天鹅、 白琵鹭等

20 多种， 数量最多时达 4 万多只。
由于保护措施到位， 红碱淖湿地

遗鸥由 2004 年的 1000 多巢快速增至

6000 多巢 ， 到 2010 年种群数量已达

13000 余只 （包括亚成体）， 这里已是

目前全球已知遗鸥繁殖的最大种群和

遗鸥繁殖地。 在新近调查中， 该湿地

的西北部发现遗鸥 3 群， 每群数量为

2500—3000 只。 资料显示， 目前这里

的遗鸥数量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 90%
以上， 湖心的红石岛已成为世界最大

的遗鸥繁殖与栖息地， 被誉为 “遗鸥

之乡”。 除遗鸥外， 每年还有 50 余种

珍禽在红碱淖繁殖栖息。
（本报西安 1 月 10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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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 重视人才，关键是用好人才。
要“尽最大力气”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
“松绑”；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着眼于人才在科研、创业、住房、
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获得感、满意度，做好服务工作，真诚关心人
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 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风尚

核心观点

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王小京摄

保障自贸区改革开放措施依法顺利实施
———解读国务院 《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

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１０ 日电 （记者丁
小溪）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在自由贸

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 国务

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

的决定》，旨在进一步完善自由贸易试验

区“负面清单”工作，为自贸区相关改革

开放措施依法顺利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法

治保障。
根据决定，在自贸区暂时调整《中华

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等 １１ 部行政

法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实施意见的通

知》等 ２ 件国务院文件以及《外商投资产

业指导目录（２０１７ 年修订）》等 ２ 件经国

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商务部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

所所长崔卫杰认为， 自贸区如今已是全

国对外开放的 “新高地”。 此次国务院

调整相关规定， 是我国加快自贸区建设

进程、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

结果。
据悉，２０１７ 年版自贸区“负面清单”

实现了大幅“瘦身”。 与 ２０１５ 年版相比，
２０１７ 年版减少了 １０ 个条目和 ２７ 项措

施，在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

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文化

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 特别管理措施

减少至 ９５ 项，开放度、透明度大大提升。
此外 ， ２０１７ 年版 “负面清单 ” 在

进一步对标国际规则的同时， 按照现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标准表述对 ２７ 个

领域的具体条目加以规范， 对具体限制

性要求的描述更详细， 使清单更具可操

作性。
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副

院长孙元欣表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简明清晰、 透明度高， 流程简

化，降低了外资企业运行成本，提高了工

作效率，与原先“逐案审批制”相比较，凡
“负面清单”以外领域的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和变更采用备案制， 占比超过 ９６％，
大幅度减少了行政审批成本和时间。

“统计数据表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数量持续攀升，引进外资金额稳步增长。
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深入

人心，有助于自贸区营造公平透明、法治

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复旦大学法学

院教授龚柏华说。

龚柏华表示， 未来自贸区 “负面清

单”可以在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步伐、深化

制造业开放的同时，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

对外开放，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等

领域有序开放， 放开育幼养老、 建筑设

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领

域外资准入限制。
２０１７ 年 ， 辽宁 、 浙江 、 河南 、 湖

北、 重庆、 四川和陕西 ７ 个新设自贸区

挂牌运行 ， 加上此前成立的上 海 、 广

东、 天津、 福建 ４ 个自贸区， 我国自贸

区总数已达 １１ 个。
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我

国自贸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６３６６ 家，占
全国的 ２０．７％， 实际使用外资 ９１５．１ 亿

元，占全国的 １１．４％。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